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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视新闻在中国已经走过了数十年的历史，并在经历上世纪90年代的长足发展之

后，步入了稳定调整发展时期，作为电视新闻重要的表现手段——新闻语言，目前看来虽有很

大进步，但仍然有很多值得开掘的地方，本文试从七个方面就此展开论述，旨在探讨增强电视

新闻语言表现力途径。 

[关键词]： 电视新闻语言   审美   表现力 

语言，作为电视媒介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是彰显电视特色和增强画面表现力的重要补充。优

美、鲜明的电视语言，不但会给广大电视观众带来美的体验，同时也会引发他们深深的思考和

无尽的想象，作为依托电视的主要特征播出的新闻来说，在语言上做一番推敲是一点也不过分

的。这里讨论的电视新闻语言的外延是较为宽泛的，它既包括文字符号，也是指主持人、记者

的语言，还包括一部分除主持人、记者之外的被采访者的言语，字幕和同期声是其中最鲜明的

表现。 

新闻是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客观现实的美，存在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之中。新闻要不断地

发掘现实生活中的美，引导和启发人们对美的憧憬和向往，就要借助于语言表达。 

不同体裁的文章，不同形式的电视作品，语言也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新闻写作作为一门科

学，新闻语言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因此，电视新闻工作者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不仅要千方百计

的揭示生活中的各种因素，而且也要使我们的报道语言具有美感。新闻语言如果不感动人，不

能引起欣赏者的愉悦和快感，就不能使人们得到美的享受，也不能得到美的陶冶。真正美的新

闻语言，不仅能在理智上给人以启示，给人以智慧，而且从感情上给人以激动，给人以愉悦。

其关键是新闻语言本身要浸透着真挚、纯洁、热烈动人的感情。那么什么样的新闻语言才具有

美感呢？新闻语言的审美情趣应该包含下列几个方面的特征： 

1．真实、准确、现实的客观美，这是电视新闻语言美的首要因素。新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

是把客观的美，社会实践的进步、要求、内容，以及人们的精神生活中那些鼓舞人们为理想而

斗争的高尚的情操等方面的信息迅速及时地报道出去。或叙述，或描写，或议论，或说明，或

抒情，其表述必须合乎客观真实，准确无误、完全清楚的表述记者的意旨。虽然记者在反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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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事实时可以鲜明的表述自己的观点，但是在对事物，对问题和对象的表述时不能受个人感情

的左右，必须有客观现实作基础，不能随意夸张、掩盖事情真相。比如中央电视台的金牌节目

《新闻调查》，通过主持人、记者深入细致，不辞辛劳的调查访问，逐步向观众揭示出事件的

真相，体现出“事实背后的新闻“的特色，这其中并没有过多的加入记者的主观评价和个人对

事件的理解，而是努力引导观众从不断呈现的事情真相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新闻调查》之所

以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一个首要的原因就是它最大限度的尊重了事件本身的真实，最大程度

的呈现了事件本质，主持人、记者的用语表述规范、恰当，完全围绕事件本身而展开，有些精

彩的调查过程中的访问语言已经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在语言上体现真实、准确，这应当是电

视新闻首先要恪守的原则。 

新闻语言美的客观性还表现在它像真理般地朴素，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水乳交融般的和谐，因

而形成了简洁、精炼的风格特点，同样能给人们以美感。刘勰在《文心雕龙•议对》篇中和“繁

缛”相对的提出“辩洁”的要求，“洁”就是讲述干净利落。先秦韩非子说：“隋侯之珠，不

饰以银莫，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1)所以，新闻语言要少做作，勿卖弄，应该具有一

定概括力。这要求我们在写作、叙述新闻语言时，谴词造句要恰如其分。世界本是纷繁而复杂

的，事物也是千差万别，不同的身份、职业、气质、文化程度，决定了记者各自不同的语言风

格。所以，新闻报道决不能千人一语，不能千篇一律，不能穿靴戴帽。古人云：“豪华落尽见

其淳。”(2)这说明了运用语言的规律。新闻语言的美，不是靠夸大粉饰，也不仅仅是靠笔下

生辉，或是口若悬河，而是看记者观察事物的角度，分析事物的能力，要看他有没有准确反映

事物本来面目的本事，看记他有没有较强的驾驭新闻语言特别是电视在语言表现上的特征的能

力。对于电视新闻语言来说，要做到真实、准确，具有鲜明的客观性，还必须要注意不要过多

的堆砌形容词，要多用动词。形容词选用太多，会带来事实方面的浮夸进而影响语言的真实、

准确和鲜明的客观美。白岩松主持的《新闻会客厅》节目，成为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中一颗耀

眼的明珠，很大原因是与他精妙、贴切的提问，温文尔雅的仪态表情，通过语言表现出的舒缓

的节奏和轻松的氛围分不开的。每期节目都会邀请社会上一些值得关注的事件中的主人公做客

会客厅，虽然每次讨论的话题都不同，嘉宾的职业、身份、性格、兴趣、爱好等等都不尽相

同，但是白岩松总能十分巧妙的将嘉宾和所讨论的议题整合到一起，并能言他人所不能言，使

得自己所主持的节目不乏新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其驾驭电视新闻语言表现的功力可见

一斑。尽管《新闻会客厅》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改进，但是在主持人的话语的

选择这一块却有很多可取之处。 

2．电视新闻语言美的表现还在于是根据观众的理解能力去选择语言。尽量不用、少用专业

性、技术性强的术语，或者及时进行相关背景资料的补充说明和解释。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

的不断进步，使得新生的事物不断涌现，不同的学科领域与普通人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增强，新

的名词、术语、概念不断涌现，电视媒体在普及大众文化，推介社会文明中将起到重要作用。

电视工作者一定要选择那些通俗习惯的、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

语言，以适合广大群众的审美情趣的需要。“不加选择的使用一些晦涩、艰深的术语名词，不

求甚解便信口道来的概念说法，甚至以说出一些令别人不知所云的字词为能事，这样的记者是

最肤浅的，他所报道的事物也必然是索然无味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一位著名

记者的话应该时时萦绕在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耳旁。在引导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的进程中，

中国电视应该勇于承担起这一光荣的使命。 

3．电视新闻语言必须具有鲜明、生动、饱满的形象美。《广雅》中说：“形，见也。”《易

系辞传》中说：“象也者，象此者也。”新闻语言形象化能使无法到达现场或接近现场的人们

“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睹其物，如触其温，如嗅其味，最终达到如临其境之感”，富有对

事件本身真实的认识。鲜明生动的电视新闻语言就具有内在饱满的形象性，也只有语言的形象

才能突显所要表现的人物、所要揭露的事件、所要展现的主题的逼真和全面翔实。形象逼真会

使电视新闻内容“立体化”。须知，尽管电视新闻是通过电视画面来传播新闻，让观众通过活

动的画面和现场的音响来了解整个事件，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则观众获得的立体

感觉是低层次的，我们要努力使观众获得高层次的立体化感觉，还必须使观众通过观看电视画



面之外，还能够有所思考，而这就要靠电视语言来完成这一任务。语言带给人的思考和联想是

远远高于其他表现形式的，电视在这方面要逊于报纸甚至是广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节

目，在纷乱热闹之后似乎什么也没有留在脑子里，并没有多少鲜明的印象，所以电视工作者要

充分开掘电视语言的表现力，在观众心中产生挥之不去、难以磨灭的印记。 

现实生活中，美的形象是丰富多采的。古人说的“岁有其物”，“物有其容”，说的就是任何

事物都有它本身特点，美在人和社会的具体形象中，不是抽象的概念。王志主持的《面对面》

节目，通过对人物的一系列“面对面”式的访谈和穿插相关背景资料，让观众比较深入的了解

了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对所要表现的人物形象有了具体的认识，因而也成为中央

电视台中一个比较叫座的节目。 

4．电视新闻语言必须具备生动具体的感染力。新闻语言传达的主要是观念性的经验，它作用

于人们的意念之中，使之有所感，有所受，从而激发起人们对美的追求。通过客观报道，展现

出生活图景的全貌，用鲜明、具体、生动的新闻语言来增强感染力。 

鲜明生动的电视新闻语言，应该模仿报刊语言的尖锐、泼辣，形象逼真和不死板、老套。列宁

在《火星报》上发表的文章，语言风格就令人赞叹不已。毛泽东同志很重视语言的选择和锤

炼，他说：“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生动

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么？”(3)我国的语言宝库是十分丰富

的，新闻语言一定要注意从中吸取营养、积极借鉴，在具体实践中，要努力探求新闻语言的自

身规律，写出鲜明生动的新闻语言，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鲜明生动的新闻语言来源于客观现实中，来源于创造精神文明和物质财富的人民群众之中。社

会上不同的人，文化修养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生活习惯不同，语言特色也就存在着明显

的差别。一般来说，工人有工人的语言，农民有农民的语言，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语言，各

行各业的人士也都有代表自己本行业的语言。也就是说，他们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电视新闻语

言就是要善于表现出他们的差异性。记者只有在自己的报道中表现出不同的语言特色，报道才

能有声有色，声情并茂，人们才会喜欢。 

鲜明生动的新闻语言本身即具有了饱满的形象性，那种矫揉造作，力竭声嘶的豪言壮语，口是

心非的缠绵悱恻，尽管装的像，仍不能打动人们的心，其原因就是缺乏语言个性。连自己都无

法真正感动，哪里谈的上去感动别人呢？只有鲜明生动具有饱满形象性的语言，才真实、热

烈，才能动人。记得看过一档地方电视台做的谈话类节目，是用来通过采访一位优秀教师来展

现她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忘我的付出事迹，展现她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爱和对学生对孩子的无比

热忱，这本是一个极好的选题，但遗憾的是主持人对电视语言的掌控实在不敢恭维，先是不断

的“自言自语”，让人感到喧宾夺主，好像她成了整个节目的主角，将原来的主要人物，那位

教师冷在一边，场景十分尴尬，后来总算认识到了这一点，却又犯了到处搬弄词汇，不加选择

的运用一些句式的毛病，整个节目好像成了她一个人的“脱口秀”表演，台上的教师有时想说

一些话，却不知不觉的欲言又止。我以为，这样的节目做的是很失败的，恐怕不但不能达到预

期的效果还会适得其反，影响到今后这个节目的发展，甚至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累

到其他的节目。果然，没过多久，这个节目便销声匿迹了。 

我们不反对在新闻写作中适当的使用一些成语、典故、诗词等，这样可以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和

生动性，但应该掌握好一个尺度。孔子说：“过犹不及。”如果滥用甚至误用，则会对节目本

身带来消极的影响。稍加注意便不难发现，即便在用语随意的娱乐类节目中，主持人也是掌握

着一个尺度的，也并不是到处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 

5．电视新闻语言必须具有真挚、热烈、自然的纯洁美。美的新闻语言有极大的诱惑力和感染

力，能使人们得到精神的怡情悦性。新闻语言倘若成了文件的腔调，就会失去美的价值。新闻

语言忌讳用一些强制性的语言来迫使别人接受你的感情。新闻语言真挚是基础，纯洁是本质。

 



只有纯洁的感情才是美的，才能引起人们的美感。矫饰、卑微、淡漠的语言，不仅不能动人，

而它本身也不属新闻语言之列。只有真挚、纯洁的语言，才具有强大的感染力，才能唤起人们

的美感，才能给人以激动。 

同时，电视新闻语言所蕴藏的真挚、纯洁的感情，必须十分自然的渗透在新闻的内容和形式之

中，特别是渗透在新闻的典型形象之中。北京申奥成功的当晚，众多媒体都把目光瞄向了广大

群众热闹欢腾的庆祝场面，北京电视台也做了相关报道，但是却又另辟蹊径，采访了当夜仍在

工作的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和一户普通的北京百姓人家，通过他们朴实的不能再朴实的话，表现

出普通的中国人祝愿祖国强大的真挚心愿。只有渗透真挚、纯洁感情的语言，才能从感情上打

动人，也只有能从感情上打动人的形象，才是美的形象。 

6．电视新闻语言还应当具有简洁精炼的特点。真挚、纯洁、具有感染力的语言都是精炼的。

新闻语言要提倡明快简洁、隽永清新，它不需要累赘，罗嗦，拖沓。这方面，报刊应该值得电

视好好的学习，毛泽东同志写新闻稿十分注意语言的真挚、纯洁，写的既简洁又气势磅礴，具

有很强的感染力。著名的新闻稿《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报道的是一个重大战役，然

而作者没有用链条式的长句，全文一百多字，“万船齐发，直取对岸”，简洁地说出渡江开始

到结束，毛泽东同志的文章真正做到了炉火纯青，这是值得电视新闻工作者好好学习用心揣摩

的。新闻语言能否简洁的把最主要的事实传达给读者，直接影响到读者的情趣和兴趣，也是判

断语言的感情是否真挚、纯洁，具有感染力的基本标准。刘勰主张语言要“师心独见”，是很

值得借鉴的。 

7．电视新闻语言必须具备丰富、新颖和精湛的艺术美。新闻的属性表明了新闻语言是一个巨

大的宝库。那么新闻语言究竟是不是一门艺术？答案是肯定的。真正的艺术是美的，而真正的

新闻语言作为一门艺术也是美的。优美的语言是艺术的结晶。但是，如何使用新闻语言，则决

定于作者的语言水平。因此，进行客观事实报道时，要特别讲究语言的艺术技巧。刘勰说“情

欲信，辞欲巧”(4)，说的就是文章不仅应有真实的思想感情，而且还需要讲究表达语言的艺

术，否则就会成为“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 

电视新闻报道的语言要做到丰富、新颖而具有精湛的艺术美，这就要求主持人、出镜记者具备

运用语言艺术的功夫和技巧。 

唐代大诗人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过程也是积累语言的过程。博览群书

可以继承大量的语言遗产。我们一方面要从广大人民群众中学习鲜活生动的生活化的语言，改

变以前的电视新闻报道一厢情愿，居高临下的作风，真正实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

众”的要求；另一方面，还要积极汲取人类历史上优秀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我们祖先所留下的大

量的文化典籍和语言财富，这将使我们的报道如虎添翼，增添无穷的后劲。 

电视新闻报道要做到丰富、新颖、具有较强的艺术性，这就要求记者有较强的语言艺术的功夫

和技巧。掌握语言艺术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尤其是对于电视新闻语言写作还是一门较为年轻的

科学，这就需要电视新闻工作者在自己的实践中努力探索，勤于积累，不断扩大知识领域，注

意知识更新和完善，可以预见，只要认真下工夫开掘和提炼语言的表现手段增强语言的表现

力，中国的电视新闻一定会获得稳步的成功。 

                                                  

注释： 

（1）《韩非子•八经》。 

（2）元好问：《论诗十三首》。 

（3）《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反对党八股》，新华出版社。 

（4）刘勰：《札记•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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